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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简介：“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丛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
院学部历时两年多联合开展研究的重要成果，凝聚着600多位院士、专家的智慧和心血，对广大科技工
作者洞悉学科发展规律、了解前沿领域和重点方向及开展科技创新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我国
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纳米科学》全面总结了近年来纳米科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客观分
析了学科发展态势，从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研究特点出发，前瞻性地思考了学科的整体布局，提出了纳
米科学的重要科学问题、前沿方向及我国发展该学科领域的政策措施等。
本书不仅对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科技管理者和社会公众了解
纳米科学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权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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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生物纳米技术　　第一，生物医学成像纳米技术。
纳米材料具有许多独特的物理学性质，其作为医学上分子影像的造影试剂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内得到了
广泛重视。
未来重点发展基于纳米光学材料、磁性材料、声学材料、多功能复合材料等的生物成像技术。
　　第二，发展高通量生物分离纳米技术，细胞的标记、识别、操控的纳米技术，包括发展光学、磁
学及多功能成像技术，生物芯片技术及发现新的生物标志物等。
　　1.光学成像光学成像是荧光纳米分子影像新技术的特点，实时可视化研究病原微生物（如病毒等
）与宿主相互作用，可以最直接、最真实地揭示其侵染和致病等生命活动过程。
而以往对于病原微生物（如病毒等）与宿主相互作用的了解，主要是以生化和分子生物学手段在体外
进行研究，几乎很难实现对病原微生物（如病毒等）侵染过程的实时监测和体现。
故在活细胞内及活体对病原微生物生命活动过程进行高灵敏、高分辨、实时、原位、动态研究是极具
创新且备受关注的课题，必将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热点，对病原微生物学乃至整个生命科学研究都具
有重大意义。
　　光学成像包括荧光成像、拉曼成像、光声成像，以及一些基于非线性光学的生物成像。
其中基于量子点的光学成像得到了最为广泛的研究。
量子点依赖尺寸的光学和电子学的性质，通过改变粒子尺寸，激发与发射光谱能够被连续地调节，在
生物医学成像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其他新型光学原理的生物成像近年来也得到快速的发展。
　　发展纳米／分子传感、活细胞单分子行为可视化等生物分子影像分析新方法，在活细胞内直接可
视化研究病原一宿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将可能实时获取诸如病毒侵染过程中重要或关键分子事件
，如吸附、侵入、脱壳、生物大分子（核酸、蛋白等）的运动行为及轨迹等生命过程信息，可以对病
原的侵染和致病等生命活动给出最本质和最真实的解答。
因此，荧光纳米新技术用于病原微生物（如病毒等）侵染活细胞的实时动态过程的分子影像和单分子
示踪研究，必将对病原微生物及其与宿主间的相互作用的基本问题产生重大发现和新的理解。
同时，也将极大地促进纳米科学与生物医学的交叉和发展，为纳米科技提供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光学成像的优点是空间分辨率高、探测灵敏度高，而且可以同时成像多种靶体。
然而其最大的缺点是光的组织穿透性差，难以探测深层组织。
近红外光处于一个生物组织和水的光学通透区间，具有最大的生物穿透性和较小的背景荧光，近红外
光学成像是光学成像尤其是体内光学成像重要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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